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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农业部回应热点问题：

城里人不允许购买农村宅基地
扶贫办介绍“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相关问题：

贫困人口5年
减少6853万人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昨日
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介绍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相关问题时表示，我国

贫困人口近5年减少了6853万人，年均减少
1370万人。今年至少200个贫困县将“摘帽”。

贫困地区农民纯收入增幅
高于全国农村农民

刘永富称，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工作
做了五年。2012年底，中国有9899万贫困人口，
到2017年底还剩3046万人，5年减少了6853万

人，年均减少1370万人。这五年，贫困地区农民
纯收入增幅比全国农村农民收入增幅高2.5个

百分点，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有记者提问，以前提“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现在提“打好”，这有何深意？刘永富说，“打

好”比“打赢”含金量更高。到2020年，现行标准
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前，已经有150个贫
困县退出，还剩680个，今年至少再脱贫200个，

届时还剩400多个，未来两年问题也不是太大。

新增200亿财政资金
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下一步中央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
工作有什么安排？刘永富称，“334个深度贫困
县去年底的贫困发生率是11%，而全国的贫困

发生率只有3.1%，所以对深度贫困地区要加大
投入的力度。”

刘永富说，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中央对
“三区三州”，包括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
藏区，和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州、云南怒江州

作为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给予重点的支
持。各省还确定了334个深度贫困县和3万个深
度贫困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对这些深

度的贫困地区加大工作的力度。一是要制定这
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时间表、线路图。

二是中央和省级要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
持，包括东部地区帮助西部地区。三是要加强
监测监控，对贫困发生率18%以上的县，贫困发

生率20%以上的村，各地和扶贫办都要加强监
测监控，发现工作不到位的，有可能完不成任务
的，提早做工作，防止最后出现死角。

他还透露，今年新增了200亿财政扶贫资
金，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以来
查处案件6万多起

针对部分基层扶贫干部作风不实，搞数字
脱贫、虚假脱贫的问题，刘永富表示，对此要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脱贫攻坚战以来，已经查处

了作风和各种问题的案件6万多起，处理的人
数达8万多人。

去年的扶贫资金有7.3亿出现了冒领挪用的
现象，如何让扶贫资金使用更高效？刘永富称，下
一步准备采取新措施。首先是公开，中央财政、省

级财政、市财政、县财政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
两级扶贫资金、扶贫项目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
督。“我们现在正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完

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扶贫需要做哪些事情，
需要花多少钱，先把项目编制出来，让项目等

钱，不要让钱等项目。”同时完善第三方机构对
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的绩效评估。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歧丰）电商
发挥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助力扶贫。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发言就电商富农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点建议。
刘强东表示，在各级政府部门的

大力推动下，电商发挥技术优势和市
场优势，有效地把社会资源的供给和
需求衔接起来，破解贫困地区的“资源

限制”，开辟了脱贫攻坚的“新通路”，
在扶贫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但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农

产品“小”“散”“非标”，竞争力不足。二

是农产品品牌发展不足，市场效益没
有充分体现。三是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产地仓等模式应用难度大。

为此刘强东建议，一是促进农产
品规模化生产，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充

分调动电商等多种社会资源，鼓励发
展“电商+龙头企业 / 合作社+产业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使贫困

地区形成能够满足市场需求、集约化、
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二是调动各方资
源，实施“扶贫品牌”培育行动。充分发

挥“媒体+电商平台”在“扶贫品牌”宣

传推广方面的作用，讲好品牌故事。三
是出台支持鼓励政策，加快农产品物流
设施建设。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建设“产

地仓+冷链专线”模式的统筹引导和
政策支持，提升生鲜农产品销售品质和

效益。四是加大扶贫宣传，推进“消费扶
贫”。支持电商平台设立扶贫专卖店等，
倡导购买扶贫产品、助力脱贫攻坚的社

会氛围。鼓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扶贫农产品，
形成社会关心、人人参与扶贫的风尚。

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昨日举行记
者会，农业部部长韩长
赋， 农业部新闻发言
人、办公厅主任潘显政
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
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

农村将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
未来的农村什么样？韩长赋表

示，最近农业部启动“百乡万户”调
查，对农村基层，特别是乡村的实际
情况进行全景式调查，为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组织提供第一手的材料。
韩长赋表示，乡村振兴美好的

愿景可以用“三个让”来表达：一是

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搞农
业不仅有干头，还要有说头、有看
头、有赚头；二是要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要让农民从身份称谓
回归职业称谓，将来想当农民不容

易；三是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将来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
城里人那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
而且还拥有优美环境、田园风光。农

村将来会成为稀缺资源，会成为城
里人向往的地方。

不允许城里人购买宅基地
很多城里人向往田园生活，想在

农村购买一块宅基地。韩长赋对此回
应称，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盖房子
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宅基地是属

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只有具有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才能依法依规取

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使用权，
这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特有的权利，
而且原则上是一户一宅。如果城里人

买了宅基地，在上面盖一个别墅或者

搞个私人会所，那更是不允许的。这是
国家法律规定的，宅基地的所有权是
集体的，资格权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才有。
他表示，闲置的农房确实是一笔

宝贵的资源。现在农村有很多闲置农
房，有些是举家进城，有些是常年在
外面打工，所以农村现在有不少地区

出现了“空心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现象就是农房闲置。闲置农房放在那
里，任其破败，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与此同时，很多城里人到农村创业发

展，对利用闲置农房有需求。如果能
把闲置农房利用好，既可以给农民增

加财产性收入，又能够给到农村创业
的人员提供创业场所，这个问题确实
值得研究。

调整粮食生产更加注重质的需求
有记者提问，这两年我国农业

结构调整的力度很大，两年已经调
减玉米面积 5000多万亩，今年又提
出要调减水稻面积，这是不是意味

着我们已经不用再生产这么多粮食
了？对此，韩长赋回应称，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适度调减
玉米和水稻，绝不是要放弃粮食生

产，而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法

减法一起做，在稳定和优化粮食生
产的同时，调优产品结构，调精品质
结构，调高产业结构，从主要满足量

的需求向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
变，促进农业供求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上实现平衡。
下一步，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证

粮食安全。坚定不移地稳产能、保口

粮。韩长赋表示，根据供求形势的变
化，我们不追求年度产量，过去是几连
增，现在不追求连增，但是产能要稳

定，产能稳定就是有需求能生产，能供
得上。继续优化粮食生产结构。树立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推进农林牧渔全面
发展。

养殖环节抗生素坚持“四个不批准”
关于养殖环节抗生素监测问题，农

业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潘显政表
示，农业部坚持“产管”结合，标本兼治，
推出监管的硬措施，打好整治的“组合

拳”，深入推进兽用抗生素的综合治理。
他介绍说，坚持“四个不批准”，就

是不批准人用重要抗生素作为兽药生
产使用，不批准用于促生长的抗生素
用于兽药生产使用，不批准易蓄积残

留超标的抗生素作为兽药生产使用，

不批准易产生交叉耐药性的抗生素作

为兽药生产使用。同时，强化风险评
估，坚决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兽药，近
三年禁止了8种兽用抗生素用于食品

动物，禁止了1种兽用抗生素用于动
物促生长。此外，实行智慧监管，完善

我国兽药基础数据信息平台，健全兽
药的“二维码”电子追溯管理系统，实
现兽药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2017年，对猪肉等主要畜禽产品监测

了包括抗生素在内的14类70种药物

的残留，合格率达到99.7%。下一步，
农业部将狠抓兽药残留监控和细菌耐
药性方面的监测，推进兽药生产经营

使用可追溯管理，引导养殖者“少用
药”“用好药”，保证畜禽产品的安全。

针对向塞拉利昂出口塑料大米的
传言，韩长赋明确表示，中国的大米是
安全的，“塑料大米”绝无此事。

北京晨报记者 肖丹 /文 新华社供图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电商富农打造乡村振兴“新通路”


